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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的信阳国际茶城

———访信阳国际茶城总经理李建军

在“中国茶都·信阳第十九届国际茶
文化节暨

2011

中国（信阳）国际茶业博览
会”期间，信阳国际茶城与美丽的申城一
道，鼎力参与了多项茶事活动。它的建设
者们，用干事创业的激情迎来了海内外众
多的宾客和朋友。 各路嘉宾莅临考察，八
方客商频繁参观。信阳国际茶城为本届国
际茶文化节抒写华章，增光添彩。这其中
有各级领导的肯定、 有茶界同行的赞许、

更有来自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和期待。

信阳国际茶文化节的帷幕徐徐落下
月余，记者近日专访了信阳国际茶城总经
理李建军，并再次来到位于羊山新区北环
路中段的工地，实地了解信阳国际茶城的
建设情况。进入工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派
繁忙景象，大型作业机械来回穿梭，巨型
吊车有序起落，电焊工、架子工不停地忙
碌着， 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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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的所有工程按计
划顺利实施。 难怪该工地被评为全省文
明工地。

众所周知，中国除了中药，茶叶几乎
是最值得研究的农产品了。中药虽然博大

精深， 但是它不要求消费者精通中药知
识，只需按照医生处方使用即可；茶叶却
不同，作为普通消费者，面对纷繁的茶产
品，每个人都存在着困惑：到底哪一种茶
叶是适合自己的？不仅是消费者，茶叶生
产与流通业面临着和消费者一样的困惑：

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在哪里？中国目前的茶
产业，也面临着困惑：出路在哪里？

2010

年
10

月，一项投资数十亿元人民
币、建筑面积达

500

万平方米，整合茶产业
上下游的大型综合项目———信阳国际茶
城在信阳开工兴建。该项目立项的诉求便

是整合全球茶产业生产、 流通等多个环
节，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茶产业的现有
格局，进而改变数千年来国人茶叶消费的
习惯。近日，记者对该项目负责人信阳国
际茶城总经理李建军进行专访过程中，从
而对该项目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全球最大茶产业贸易平台
信阳国际茶城总经理李建军告诉记

者， 信阳国际茶城定位为全球最大的茶产
品集散中心，茶产业研发、推广中心，中国
茶文化挖掘、传承、传播中心，茶产业技术、

人才交流中心， 茶文化旅游之都及推广基
地。对于这个定位，李建军十分肯定而又自
信地说：“全国乃至全世界只此一家！”

信阳国际茶城首先是国内乃至全球
目前最大的茶产业贸易市场。“这个市场，

首先是茶叶生产商和流通商的一个贸易
平台。在这个市场里，流通商能够找到他
想找到的所有茶叶品类，而生产商能够接
触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流通商。”李建军说。

信阳国际茶城要做的就是将茶叶生产商
吸引过来，而流通商自然纷至沓来。

在信阳做一个茶叶以及茶相关产品
的交易流通平台，不仅因为信阳是我国茶
叶的主产区之一，更为关键的是信阳有着
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 信阳地处中原，辐
射范围广大。交通区位决定了信阳发展商
贸物流产业的巨大优势。李建军进一步介
绍道，信阳国际茶城能够从设想到最终付
诸实施，与各级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这
几年，信阳市政府对茶产业的支持力度可
谓前所未有，这为信阳国际茶城项目提供
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同时，河南省人民政
府对这个项目也高度重视，把它列入‘十
二五’期间河南省重点项目。”

对于信阳国际茶城的前景，李建军分
析道，该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信阳国际
茶城将实现

1000

亿元的交易额，创造
10

万
个就业岗位，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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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的利税。“除了
巨大的经济效益，信阳国际茶城的最大功
效是将改变中国茶产业现有的流通格局，

从而扭转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弱势现状。”

力争打破茶产业流通瓶颈
信阳虽说是我国茶叶的主产区之一，

茶叶的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100

万亩， 但是
在产值上，不如福建铁观音数十万亩的产
值。李建军告诉记者，信阳茶叶面临的困
境和中国整个茶产业面临的困境相似，那
就是生产能力强，流通能力差。目前，国内
茶产业界普遍认为， 这种模式亟须变革，

中国的茶产业才能走出流通上的困境。

在后工业时代，任何一个行业都要依
靠企业的力量才能形成规模。中国涉茶企
业虽然数量多，但是能够整合产业上下游
环节的大企业却不多。中国的茶企业绝大
部分专注于做茶叶品质、品牌，而忽视了
产品的流通。李建军认为，这种格局形成
的原因，一方面是观念的问题，另一方面，

资金也束缚了茶企业的手脚。“能够建立
自己独立流通网络的茶企业都是大型企
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无到有地建立
流通网络，其巨大的成本投入中小企业可
能力不从心，即使是大型企业，其流通网
络仍然难以覆盖全国。整个中国的茶产业
需要一个公共的、 低成本的流通平台，那
么，信阳国际茶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

逐渐整合全球茶产业资源
专业茶叶批发市场，中国做得比较好

的已经不少。如北京、上海、福建、济南、广
州、郑州等大城市，均具有规模非常可观
的专业批发市场，他们已经是地区性的茶
叶集散中心。“如果把信阳国际茶城看作
一个简单的批发市场，那么它和北京的马
连道等市场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就没有
必要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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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的体量。”李建军分
析说。信阳国际茶城定位为全球最大的茶
产业流通平台，汇集国内所有产茶区以及
世界主要产茶国的茶叶，同时还汇集茶叶
的相关产品，如：茶具、茶包装、茶机械等
相关产业， 由厂家或一级批发商经营。凡
进入信阳国际茶城的茶叶必将做到统一
规划、统一招商、统一推广、统一经营和统
一管理。 尤其要进行茶叶的品质认证。这
一点已有了先决条件，信阳国际茶城在今
年
4

月份就已经与权威茶叶检测机构签订
了在信阳国际茶城建立分支机构的合作
协议书。也就是说，一旦通过了信阳国际

茶城的认证，就意味着贴上了中国优质茶
品的标签；对消费者而言，购买带有信阳
国际茶城标识的茶叶也就意味着买到的
是中国放心茶品，其价格在全国各地是一
个标准、一个价格，决不存在以次充好、盲
目要价的现象。而信阳国际茶城的软硬件
建设和服务也将朝着一流的方向做最大
的努力。

“信阳国际茶城不仅要做大流通，还
要占领终端环节，帮助中小企业建立流通
平台。”李建军告诉记者，信阳国际茶城不
仅是在信阳建立起的一座实体茶城，还要
在全国一些地方有选择地建立与之配套
的终端网络。“就像国美和苏宁电器，它只
卖家电，但是在卖场里消费者能够见到几
乎所有的种类和品牌的电器产品一样。信
阳国际茶城的终端就是茶叶的大卖场，消
费者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能选择不同品
类和品牌的茶叶，这种终端模式是茶产业
发展的趋势。”

如果只做流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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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的
信阳国际茶城显然大了。“信阳国际茶城
不只是产品展示交易场所，同时建立终端
销售网络，并整合茶行业上下游等相关配
套环节，形成茶行业的产业链条。在信阳
国际茶城的推动下，使国内的茶叶生产走
向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改变国内茶产品
的消费方式，做强做大中国茶产业。”李建
军还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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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上午，“

2011

年‘信阳
红风暴’广州活动周”启动仪式在“

2011

年
春季中国（广州）国际茶业博览会”会展中
心广场上举行，在启动仪式上，河南信阳
五云茶叶集团董事长陈世强与广州南方
茶叶商会会长、南方茶叶市场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国昌签署了《信阳国际茶城华南运
营服务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信阳市人民
政府市长郭瑞民向陈国昌授牌。陈国昌认
为信阳国际茶城的建设运营很有意义，并
表示近期将组团来信阳国际茶城参观考
察，寻求更为广泛的合作机会。

采访结束，已近傍晚时分，漫天的彩
霞绚烂在天际，余晖中的信阳国际茶城送
走了一个繁忙的夏日，必将迎来一个收获
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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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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